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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计学是许多经管类专业的必修课。无处不在的数

据使学习统计学变得至关重要，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，

能够理解和掌握基本的统计分析方法及其在商务活动中

的应用，培养学生分析和洞察数据的能力，以适应未来

工作的需要。统计学主要讲授把数据转化为有用信息的

统计方法，包括统计描述、统计推断等内容。有关统计

描述的教学，相对比较简单，主要讲授用表格总结数据

和用图形可视化数据的方法，而对于统计推断的教学，

相对较难，主要让学生掌握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的方法。

本文将针对统计学课程中的重难点问题——“假设检验”

展开，分析和探讨如何进行教学设计，有效传递教学内

容，便于学生理解和掌握。1

一、假设检验教学的重要性

假设检验之所以成为统计学课程中的教学重点之

一，是因为它是整个统计推断内容的主要构成部分，大

量的教学内容都是围绕假设检验展开的。以国外流行

的商科各专业统计学入门教材—— Business Statistics： a 

Frist Course 为例，该教材从第 9 章到第 11 章都是直接讲

解假设检验的内容，从单样本检验和双样本检验开始，

到单因素方差分析，再到卡方检验等。教材的第 12 章

和第 13 章中有关回归分析的教学内容也是离不开假设

检验知识。同时，计量经济学等后续课程也需要学生具

有扎实的假设检验理论知识。毫无疑问，假设检验教学

是统计学课程中重中之重的教学内容。但是，经过多轮

的教学实践，对于普通非重点高校来说，有不少学生在

学习假设检验内容时存在理解困难，对该知识点的掌握

不够理想。因此，对于如何教好假设检验的教学内容是

不少教师，尤其是新教师的巨大挑战。本文将结合笔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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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轮的统计学教学课程实践和反思，提出假设检验教学

的“五步法”教学设计，与同行探讨如何有效开展假设

检验教学问题。

二、假设检验思想与关键概念

假设检验使用的是小概率反证法。先假定零假设为

真，得到样本检验统计量（如 ZSTAT）的概率分布。再根

据一个随机样本的数据，计算相应的检验统计量的值。

如果该检验统计量的值落在临界值之外（检验统计量分

布曲线的尾部），认为发生了小概率事件，违背了小概率

事件在一次实验中不太可能发生的原理，从而以此为依

据，认为找到了证据表明零假设是错的，相应地做出拒

绝零假设的统计决策。反之，则不能认为零假设是错的，

相应地做出不拒绝零假设的统计决策（图 1）。

图1　假设检验思想

对于不少学生来说，如何正确理解假设检验中的

“假设”是首要问题。假设检验是围绕未知总体参数

（如总体均值、总体比例等）展开的。我们可以根据经

验、历史资料或现实的观察提出有关总体参数的假设，

并用规范的数学表达式写出来。假设检验中有两个完全

相反的假设——零假设（原假设）H0 和备择假设 H1，其

中零假设的表达式中总是含有“=”号，包括“=”号、

“≥”号和“≤”号三种情况，而备择假设是零假设的

对立面，所以相应的表达式中的符号为“≠”号、“＜”

号和“＞”号等。检验假设采用反证法，我们先认为零

假设是真的，再从样本数据中找到证据来判断是否可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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拒绝零假设。

除了“假设”的概念之外，有关“检验统计量”的

内容将更加复杂。检验统计量是一个随机变量，可以通

过样本数据计算出一个检验统计量的值，再根据其值的

大小做出统计决策，即回答是否拒绝零假设的问题。对

总体均值的假设检验为例，在总体标准差未知的情况下，

需要构造 t 检验统计量。

“显著性水平”也是假设检验教学中的关键概念

之一。显著性水平是研究者事先确定的，代表假设检

验中出现“第一类错误”的概率，用 α 表示，通常取

α=0.05。显著性水平将影响检验统计量临界值的大

小，一般可以通过查表获得相应的临界值。以单样本 t

检验为例，检验统计量的临界值将由“自由度”和显

著性水平共同确定，可以通过查 t 分布表或使用统计软

件得到。

三、假设检验的“五步法”教学设计

在正确理解假设检验中有关“假设”、“检验统计

量”和“显著性水平”等概念之后，我们可以根据假设

检验的五步法流程进行相关内容的教学。

第一步：正确写出两个假设，即 H0 和 H1。根据我们

要回答的问题或者有关总体参数的声称，首先写出参数

的数学表达式，再根据其中的数学符号来判断该表达式

是属于零假设，还是备择假设，最后从其中一个假设推

出完全相反的另一个假设。例如，有人说读大学的生活

费比较贵，现在的大学生平均每月的生活费需要 1800 元

了。根据对总体参数的声称，我们可以写出数学表达式

μ=1800，其中 μ 代表总体均值。由于该表达式中含有

“=”号，因此为零假设的内容，从而可以写出零假设，

即 H0：μ=1800，而备择假设就应该是 H1：μ ≠ 1800。

从备择假设为“≠”号，说明这是一个双尾检验，将有

两个临界值和两个拒绝域。

第二步：计算检验统计量的值。具体检验统计量的

选择取决于检验对象和抽样分布，主要有 Z 统计量、t 统

计量、F 统计量和卡方统计量。在满足相关假设条件下，

它们分别服从或者近似服从标准正态分布、t 分布、F 分

布和卡方分布。检验统计量的计算需要用到相关的样本

数据，如样本均值、样本标准差或方差、样本比例等，

通常也需要知道样本容量。由于假设检验使用反证法，

零假设中有关总体参数的假设可以直接用于检验统计量

的计算。

对总体均值进行假设检验时，如果总体标准差 σ

已知，使用 Z 检验，检验统计量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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σ

；如

果总体标准差 σ 未知（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），则应

使用 t 检验，检验统计量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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= 。对总体比

例进行假设检验时，需要使用 Z 检验，检验统计量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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− 。继续第一步中的例子，为了验证零

假设中的观点，我们随机抽取了 100 名大学生组成一个

样本，计算出样本均值为 1780 元，标准差为 100 元，从

而根据单样本 t 检验统计量的公式，可以算出 t 统计量

=-2。

第三步：查找临界值。临界值把检验统计量的分

布划分为“拒绝域”和“非拒绝域”。临界值的大小与

检验统计量的抽样分布和显著性水平相关。另外，双尾

检验有两个临界值，而单尾检验只有一个临界值。具体

地，如果第一步中的备择假设含有“≠”号，说明是双

尾检验，将有两个临界值和两个拒绝域，每个拒绝域的

面积（即概率）为显著性水平的一半，写成 α/2。如果

备择假设为“<”号，则为单尾检验中的左尾检验，只

有一个临界值，拒绝域的面积为 α；如果备择假设为

“>”号，则为单尾检验中的右尾检验，也只有一个临界

值，拒绝域的面积同样为 α。继续上述的例子，根据备

择假设的内容，显然为双尾检验，如果事先指定显著性

水平 α=0.05，两个拒绝域的面积分别是 α/2=0.025。另

外由于检验统计量服从自由度为 99（根据样本容量 100

减 1 计算得出）的 t 分布，因此通过查 t 分布表，获得

其中一个临界值为 1.9842，另一个临界值为其相反数，

即 -1.9842。

第四步：做出统计决策。统计决策将做出在第一步

中提出的零假设是否可以拒绝的决定。根据比较第二步

中计算得出的检验统计量的值和第三步中找到的临界值，

就可以正确地做出判断。具体地，如果检验统计量的值

落在临界值的外侧，即处在拒绝域，我们就可以做出拒

绝零假设的决定，反之则不能拒绝零假设。根据上述的

例子，检验统计量的值为 -2，小于 -1.9842，说明检验统

计量的值落在左侧的拒绝域，因此可以做出拒绝零假设

的决定。

第五步：得出结论。根据第四步统计决策的结果，

结合所提出的问题，得到相应的结论。如果第四步做出

的统计决策是拒绝零假设，说明有证据表明零假设是错

误的，从而备择假设得到支持；反之则不拒绝零假设，

说明备择假设得不到支持。在我们例子中，因为做出了

拒绝零假设的决定，从而可以得出总体均值不等于 18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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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的结论。

与上述假设检验的临界值法类似，假设检验的 p 值

法也遵循五步法，这两种检验方法是等价的。p 值法的

具体步骤为：正确写出两个假设、计算检验统计量的值、

查找检验统计量所对应的 p 值、做出统计决策、得出结

论，其中 p 值是把检验统计量的值当作临界值时，检验

统计量在该临界值外侧的概率。对于 Z 检验可以通过查

表找到精确的 p 值，而对于 t 检验，查表只能找到 p 值的

范围。

四、假设检验“五步法”教学实例

例如，为了检验一个总体的均值是否为 10，研究者

从总体中随机抽取样本容量为 56 的一个样本，样本均值

为 9.1，样本标准差为 3，要求在显著性水平 α=0.01 时做

假设检验。根据“五步法”，可以构造图 2 中的具体操作

流程，并得到图 3 中的具体结果。

图2　假设检验五步法的流程

图3　假设检验五步法的结果

五、小结

假设检验五步法教学设计是执行一个完整的检验假

设过程，具有流程简洁清晰、容易学习和操作等特点，

在更复杂的假设检验过程中也可以使用五步法来帮助学

生更有效的学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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